
淄博出台管理细则，向非法代步车“亮剑”

多多部部门门联联合合重重拳拳整整治治非非法法代代步步车车

今年上半年以来，老年
代步车、城市电动观光车等
新能源车种数量相继迸放，
低廉的价格和无需手续、证
件以及驾驶资质上路的便捷
成为众多消费者青睐的对
象。消费需求的日益增长和
商家的侥幸心理变成生产厂
家赖以生存的温床。

不少机动车驾驶人告诉
记者，在道路驾驶过程当中
经常遇到老年代步车在行车
过程中强行变道、逆向行驶、
闯红灯、乱停乱放、占用宽车

道不避让等行为。
早在今年4月份，山东省

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公安
厅、交通运输厅、工商局、质
监局曾发布致“老年代步车”
驾驶员的一封信。

信中明确，对于市场上
销售的“老年代步车”，未申
报国家工信部《道路机动车
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不
能上路行驶。消息发布后，老
年代步车的数量却不减反
增，由于资质和身份的尴尬，
这一行业一直处在夹缝中野

蛮生长。
10月8日,淄博市发生一

起由老年代步车引发的死亡
交通事故，黄某因疲劳驾驶，
电动车撞向路边行人 ,被撞
行人经抢救无效当日死亡。
事故再次引发人们对老年代
步车安全问题的关注。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淄
博的代步车预计已达20万
辆，仅今年以来，淄博共发生
涉及此类车辆的交通事故
6000余起，致100余人死亡，
3000多人受伤。

近来，老年代步车因无法达到法律规范标准一直处于执法监管的灰色地带，它们在道路上我行我素，屡闯祸端，道路安安全问题
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为此，本报迅速反应，对淄博老年代步车的生产、销售和监管开展追踪调查，并与各政府部门联联动，呼吁全社
会向非法代步车说“不”。

2至3年内逐步消除代步车非法行为

近来，本报在省
版及淄博版连续刊发

“整治代步车”、“向婚
俗陋习说不”等系列
稿件，引起社会广泛
关注，淄博市委、市政
府、各政府部门迅速
响应，先后出台多项
管理措施，整治代步
车非法行为，向婚俗
陋习说“不”。

10月12日，本报省版刊
发了《逆行闯红灯，无牌无证
上路成“路虎”》，记者对十几
家销售点走访发现，这些销
售点所售的电动车都不需要
办理任何上牌手续。商家还
向记者透露，这些电动车时
速都不超过50迈，如果觉得
速度不够快，可以通过调节
电瓶上的限制器提高车速。

正因为满足了中老年人
遮风挡雨、买菜逛街的体面

出行需求，这种中老年代步
车才不断涌现出来。据了解，
许多车辆属于机动车范畴，
且多数车辆技术性能差、安
全稳定性差，此外，很多代步
车驾驶人并未熟知交通安全
法规，未经过驾驶技能培训
并取得驾驶证。记者了解到，
目前大多数的保险公司对于
电动车没有相应的险种。

10月24日，淄博市召开
全市代步车综合治理工作会

议，自2016年12月1日至2017
年12月31日，淄博将对代步
车生产、销售、使用等环节非
法行为开展综合治理，其间
将按照全面清理代步车的非
法生产、销售和营运行为；划
定禁行区域，教育劝导车主
自觉停用代步车；采取行政
手段，全面禁止非法代步车
在禁行区域内通行的三部分
治理。力争2至3年内，在全市
逐步消除代步车非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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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4日，本报省版刊发
了《非法代步车被封杀后或流
向农村》，记者就淄博市整治
代步车非法行为通告，对经销
商接下来面临的问题和应对
措施进行调查。

在市区一家店铺,销售人
员告诉记者，“禁行非法代步
车肯定会影响我们的销量，以
前有些腿脚不方便的老人，想
买个电动车干黑出租挣点钱，
这种情况以后估计就没有了。
市面上的电动车如果限行,公
司会按照折旧率收回，随后可
以分流到农村等一些偏远的
地区。”

面对即将到来的禁行,许
多商家道出内心的诉求,“现
在电动车品牌化不普遍，主要
是一些小厂子加工且类型较
繁杂，我们也希望国家赶紧出
台相关的管理政策，将这些车
辆合理规范起来，比如怎么挂
牌、如何入保险，还有一些生
产标准等一系列的问题。”一
位销售人员告诉记者。

报道刊发两周后，淄博市
代步车非法行为治理领导小
组发布《淄博市代步车非法行
为综合治理通告》，对代步车
非法行为的综合治理工作予
以明确。

《通告》指出将全面清理
代步车的非法生产、销售和营
运行为。对无照生产、套牌生
产的代步车企业和作坊，依法
进行查封、关停、取缔，杜绝不
合格代步车流入市场。

此外，在全市范围内禁止
销售不合格代步车，对2016年
12月1日后仍然销售不合格代
步车的网点，税务部门将依法
按规定程序停止向其发售有
关销售发票，工商、公安、城管
执法部门将视情况分别采取
没收违法所得和不合格产品、
吊销营业执照或实行查封等
强制措施。公安、交通运输、城
管执法部门组建联合执法队
伍，对代步车非法营运行为依
法进行严查严处。

本报记者 马玉姝

市民盼代步车

管理细则更细化

本报刊发了多篇非法代步

车整治报道。(资料片)

红白理事会的成立为村民

省去不少物力、人力。(资料片)

本报记者 马玉姝

众所周知，大操大办婚丧
事宜是大力查处和曝光的违
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典型
问题之一。淄博市各区县也相
继划出“红线”，立出纪律和规
矩，对喜事新办、丧事简办等
细则做出了具体要求。

记者梳理淄博市各区县
红白公事指导标准发现，淄
博市各区县根据各地情况对
红白公事礼金标准及仪式规
模做出了具体详细的参考标
准。淄博市各区县婚事随礼
份子钱最多均不超过100元。

“以前真是没想到，千百
年的习俗能转变过来，过去
在村里，每次随礼两三百元，
一年仅份子钱就得两三千
元。自从推出了红白理事会
之后，庄里乡亲的最多随礼
一百元，而且也不大摆宴席

了，最多发包喜糖，所有的情
感都在里面了。”淄博市高新
区北石村的村民杨先生坦
言，现在比以前轻松很多，操
办婚事，一切从简。村民对随
礼也是打心眼里反感，“以前
没人提，怕面子上过不去，现
在政府推动和倡导婚丧从
简，村民也就顺水推舟照着
做了。现在的北石村，拼排
场、比阔气的陈规陋习没有
了。”

北石村村书记赵修强
告诉记者，现在村里提倡办
理喜事每人随礼不能超过
100元，白事每人50元，乡亲
们一律不再招待吃席，每人
一包喜糖。“虽然这是我们
传承的老传统，它承接着村
民的交流来往，但是对村民
来讲有利也有弊，这样的风
俗村民有些吃不消，即伤
财，又伤神，还浪费时间。自

从推行红白理事会之后，既
能相互来往，又没有负担。”

赵修强坦言，村民们象征
性地随点钱祝福一下，婚事办
得热闹不烦恼，“现在对媒体
对乡镇的发展越来越关注，随

着移风易俗工作持续推进，农
民群众的经济负担明显减轻，
社会风气也得到改善，媒体们
对这些接地气的东西正面的
宣传，对村民起着正面引导的
关键作用。”

本报联合淄博多部门发倡议，向婚俗陋习说“不”

讲讲排排场场、、比比阔阔气气，，如如今今真真是是少少多多了了

村民正在村里办喜事。(资料片)

无故占据人行道、盲道的代步车随处可见。 本报记者 马玉姝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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